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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帝古廟位於西鄉老街
，這座建於明朝萬曆年間
的古廟，至今已有四百
多年歷史，內奉北方真
天精武玄天上帝，長期
以來為西鄉百姓信仰崇
拜，素來香火鼎盛。

北帝既然屬於北方
的神靈，為何地處南方的
廣東人對於北帝誕異常重
視呢？據介紹，北帝雖然是管
轄北方，但是它同時又管水，是水
神。廣東多水鄉，常常有水患，故此信奉
北帝，祈求風調雨順。

每年的農曆三月初三便是北帝誕，作
為深圳市最隆重、最熱鬧的民俗文化活動
之一，西鄉北帝古廟 「三月三」廟會始於

明朝萬曆年間，距今有近五
百年歷史。醒獅麒麟、飄

色表演、看粵劇表演等
形式，更是為廟會打上
了獨特的西鄉印記。

隆重的出位儀式
、目不暇接的大巡遊、
回味無窮的大盆菜……

從西鄉公園到真理街，
從巡撫街經過西鄉步行街

再折回，這條1.1公里的民俗
「大片」展映場，每年都是西鄉民

間文化的重頭戲。
每年三月三，不少港澳同胞都會回到

老街，參與巡遊表演。時代在變，歲月神
偷 「偷」走了繁華的外衣，但 「偷」不走
老街坊對西鄉老城的記憶。

西
鄉

老
街

在這裏，嘗一下
阿叔牛雜，透過滷煮
的香氣回想兒時的記
憶；在這裏，逛一下
北帝古廟，透過門口
的石獅子感悟歷史的
滄桑；在這裏，看一
下綺雲書室，透過琅
琅的讀書聲傾聽西鄉
的人文氣息。賞不盡
的人生百態，看不夠
的西鄉情懷。在每個
西鄉人心裏，都有一
段關於西鄉老街的過
眼雲煙……

與西鄉老街相連的是一
條巡撫街，兩街交匯處有
座 「王大中丞祠」，大
門兩側刻有石聯： 「巡
粵表孤忠，耿耿丹心，
奏牘兩章留史冊；撫
民留善政，元元赤子
，謳思萬載仰旌常」。
這 「王大中丞」是誰？
為何讓百姓世代崇拜？說
起來，與深圳古代史上最大

的一次移民潮有關。
清康熙年間，朝廷將東南沿海居

民內遷五十里，將沿海一帶造成無
人區，以打擊鄭成功的海上武裝力

量。遷界使新安縣受害不小，從
南澳、大鵬、葵涌、香港離島
到南頭、西鄉、沙井、松崗的
海岸線，全縣人口被遷三分
之二，新安縣是個魚鹽之
縣，漁業、鹽業頓遭致命

打擊。
廣東巡撫王來任看到

流民顛沛流離，冒死寫
下《展界復鄉疏》，力
陳遷界之害，最終他因
拒遷邊民被罷官還京
。康熙八年，朝廷下
令復界，恢復新安縣，
並以優惠的招墾政策，

吸引大批客家人遷入，推
動了深圳東部地區經濟、文

化迅速恢復和發展。而王來任卻
因操勞過度病終。

消息傳來，新安人痛哭不已，為懷念
巡撫恩德，紛紛建祠立廟祭祀。王來任不
是西鄉本地人，在西鄉也沒有子嗣，但百
姓自發捐資建祠廟，即 「王大中丞祠」，
俗稱 「巡撫廟」。

如今，西鄉的王大中丞祠是深港兩地
僅存的一處用以紀念王來任的紀念性
祠堂。

王來任 西鄉人為他立廟

提到西鄉的名人，不得不提鄭毓秀。她是中國第一位女博士
、中國第一位女律師。鄭毓秀一生從事婦女解放運動，在民國建
立初期，作為起草民法的委員之一，將婦女婚姻自主權利第一次
寫進了法律條文之中。而鄭毓秀正是西鄉本地人。

鄭毓秀的祖父鄭姚，正是綺雲書室的建造者，當年鄭姚依靠
經營龐大的產業集團富甲一方，在香港、澳門、廣州等地均累積
了數量不菲的財富。生於大戶人家的鄭毓秀，在綺雲書室完成啟
蒙教育，後在北京入讀新式學堂。十四歲東渡日本求學，十五歲
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成為反清反封建的革命志士。

性格從小叛逆的鄭毓秀置生死度外，並參與刺殺袁世凱和清
廷大臣良弼；後來，鄭毓秀遠去巴黎求學，成為中國第一位法學
女博士。在法國期間，鄭毓秀演繹了一生中最出名的傳奇—— 「
槍與玫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 「巴黎和會」，這次和
會內容非常不利於中國。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晚上，三百多
名留法學生和華工包圍了中國首席代表陸徵祥的下榻地，要求他不
要在和約上簽字。鄭毓秀被推舉為代表與陸徵祥談判，她急中生智

，折了一根玫瑰枝，藏在衣袖，頂住陸徵祥說： 「你要簽字，我就
用這槍殺了你。」陸徵祥最終沒去凡爾賽宮簽字，保留了中國政府收

回山東的權利。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代傳奇女性鄭毓秀病逝於美國洛杉

磯，終年六十八歲。她的外孫女，同年出生在香港，叫做楊盼盼，在八
三年版的《射鵰英雄傳》中扮演穆念慈，紅遍中國，此後在其他電視劇

中也留下了很好的聲譽。

鄭毓秀 中國首位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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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北
帝
古
廟
內
，
一
幅
描
繪
百
年
前
西
鄉
老
街
的
盛
況

圖
，
彷
彿
將
歷
史
定
格
：
巡
撫
塘
、
賣
草
街
、
石
頭
街
、
出

水
巷
、
樹
下
仔
…
…
這
些
西
鄉
人
曾
經
熟
悉
又
親
切
的
地
名

，
在
畫
中
立
體
呈
現
，
猶
如
西
鄉
版
的
清
明
上
河
圖
。
據
介

紹
，
這
幅
畫
是
香
港
同
胞
麥
祥
無
償
提
供
，
客
居
香
江
的
他

晚
年
思
鄉
心
切
，
根
據
兒
時
的
記
憶
，
通
過
水
墨
描
繪
出
當

年
的
老
街
。

百
年
老
街

百
年
私
塾

時
光
易
逝
，
滄
海
桑
田
，
從
低
矮
的
平
房
到
林
立
的
高

樓
，
西
鄉
有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變
化
。
但
唯
一
沒
有
變
的
是
，

西
鄉
河
的
水
還
是
那
麼
清
澈
，
仍
舊
安
靜
地
在
流
淌
，
似
在

敘
說
流
年
舊
事
，
又
似
在
講
述
今
朝
西
鄉
繁
華
。
步
入
老
街

，
古
風
古
韻
撲
面
而
來
，
置
身
其
中
，
恍
如
穿
越
，
青
磚
紅

窗
，
頗
具
嶺
南
風
味
，
與
城
市
的
喧
囂
徹
底
隔
絕
。

綺
雲
書
室
像
個
幽
谷
佳
人
，
躲
在
西
鄉
老
街
的
深
巷
。

這
座
由
愛
國
港
胞
鄭
姚
創
建
的
書
室
，
歷
史
可
追
溯
至
清
光

緒
年
間
。
作
為
深
圳
最
大
的
私
人
書
室
，
被
專
家
稱
為
﹁深

圳
的
陳
家
祠
﹂
，
這
裏
的
一
草
一
木
，
都
見
證
了
風
雲
激
盪

的
歲
月
變
遷
。
二○

一
六
年
，
被
列
為
廣
東
省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

﹁馬
帳
傳
經
語
入
微
而
愈
慎
，
程
門
立
雪
時
雖
久
且
猶

恭
。
﹂
書
室
上
的
對
聯
，
提
醒
着
人
們
讀
書
應
有
的
態
度
。

細
品
書
室
內
一
磚
一
瓦
，
一
詩
一
畫
，
感
悟
傳
承
在
時
間
深

處
的
教
育
情
懷
，
耳
旁
彷
彿
有
書
聲
迴
盪
。
這
也
就
不
難
理

解
這
裏
人
才
輩
出
，
成
為
西
鄉
文
脈
的
根
由
了
。

如
今
，
書
室
經
過
重
修
，
交
由
西
鄉
小
學
保
管
使
用
，

不
僅
面
向
西
鄉
小
學
學
生
，
還
輻
射
當
地
社
區
居
民
以
及
基

層
幹
部
，
讓
書
室
的
書
聲
悠
遠
流
傳
。

兒
時
記
憶

兒
時
味
道

金
偉
東
，
年
逾
四
旬
，
作
為
西
鄉
街
道
西
鄉
社
區
書
記

的
他
，
也
是
土
生
土
長
的
西
鄉
人
，
對
老
街
的
各
個
角
落
都

有
一
份
深
情
。

﹁西
鄉
老
街
，
是
西
鄉
起
源
與
繁
榮
發
展
的
見
證
，
濃

縮
了
每
個
人
兒
時
的
記
憶
。
﹂
金
偉
東
告
訴
記
者
，
當
年
西

鄉
老
街
與
隔
壁
的
步
行
街
是
寶
安
最
繁
華
的
地
方
，
有
﹁深

圳
小
東
門
﹂
之
稱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初
期
，
去
東
門
逛
街

需
要
邊
防
證
，
沒
有
邊
防
證
的
人
無
法
跨
過
南

頭
關
，
只
能
來
此
購
物
。

近
年
來
，
隨
着
網
上
購
物
的
衝
擊
，
一
些
實
體
店
的
生

意
受
到
衝
擊
，
但
隨
着
老
街
的
改
造
，
業
態
的
提
升
，
人
文

的
挖
掘
，
老
街
又
漸
漸
恢
復
到
昔
日
的
繁
榮
。
人
群
往
來
，

熙
熙
攘
攘
。
流
淌
着
的
是
城
市
的
活
力
，
也
是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溫
情
。

阿
叔
牛
雜
，
是
一
間
北
帝
古
廟
旁
不
足
六
平
方
米
的
小

店
，
但
每
天
生
意
火
爆
，
不
少
港
人
周
末
專
程
趕
回
老
街

，
就
是
為
了
一
口
牛
雜
和
一
碗
豬
紅
湯
。
阿
叔
本
姓
梁
，

九
十
年
代
，
從
江
門
來
到
深
圳
開
了
這
家
牛
雜
店
。
﹁

只
要
是
西
鄉
本
地
人
，
大
多
都
吃
過
我
的
牛
雜
，
三
十

年
來
口
味
從
來
沒
有
變
過
。
一
些
本
地
人
移
居
香
港

後
，
只
要
回
來
還
會
嘗
嘗
這
裏
的
味
道
。
﹂

老
街
上
的
銓
利
老
餅
家
，
金
偉
東
也
不
知
道

開
了
多
少
年
，
據
街
坊
說
至
少
有
五
十
年
，
歷
經

三
代
傳
人
。
在
他
的
記
憶
裏
，
這
家
餅
店
的
嫁
女

餅
是
它
的
特
色
。
﹁以
前
本
地
人
辦
婚
禮
都
用
這

家
的
禮
餅
，
叫
嫁
女
餅
。
紅
色
的
龍
鳳
包
裝
看

着
就
很
喜
慶
，
現
在
深
圳
這
種
傳
統
的
老
餅
家

已
經
很
少
了
。
﹂

此
外
，
燒
鵝
、
煎
堆
、
客
家
茶
果
、
特
色

糕
點
、
甜
品
、
鳳
爪
、
丸
子
…
…
在
西
鄉
老
街

，
只
要
你
用
心
尋
找
，
這
些
傳
統
的
、
具
有

西
鄉
特
色
的
菜
餚
一
定
會
勾
起
你
的
往
日
時

光
。

大公報記者
石 華 文、圖

▼西鄉老街

▲北帝古廟

▲王大中丞祠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西鄉老街（翻拍）

（下期 「城市地圖」 將於七月六日刊出）


